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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builds a theoretical model of microblog users sharing behavior of real-time information 
based on previous related literature. Hypotheses among technological factors, sharing habit and real-time 
information sharing have been established. The technological factors consist of two dimensions, the mobility 
and convenience. We conducted an online survey to test the proposed model and hypothese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echnological factors and sharing habit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microblog users sharing 
behavior of real-time information. Sharing habit, in term, was influenced by technological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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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微博客用户实时信息分享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模型，并提

出了科技因素、分享习惯与微博客用户实时信息分享行为之间的研究假设；其中，科技因素由移动性

和便捷性两个维度构成。网上问卷调研的方法被采用对所提出的模型和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

现，微博客用户的实时信息分享行为受到科技因素和分享习惯的影响，而分享习惯的形成又受到科技

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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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微博客是一种基于关注机制的社会化媒体平台；

凭借其及时更新、发布快捷、实时传播的特点自 2006

年推出以来便迅速在全球范围内集聚了大量的人气
[1]。根据《第 32 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

示，截至 2013 年 6 月中国的微博客用户已达 3.3 亿，

占总网民数量的 56%[2]。目前在世界范围内较为成功

的微博客有：微博客的始祖并被最多国家人民采用的

Twitter；依托于门户网站新浪并拥有最多活跃用户数

量的新浪微博等。 

信息分享行为作为一种社会交换行为，在信息系

统的成功应用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早已被证实[3,4]。一方

面，分享信息被认为是用户参与虚拟社区类网站的重

要动机；另一方面，虚拟社区类网站的可持续发展又

离不开用户的信息分享行为。21 世纪以来，信息分享

行为已经成为了信息系统领域的研究重点，学者们尝

试从多个角度解释信息分享行为。例如，Jin 等基于改

进的 ECT 理论探讨了网上问答社区中用户持续分享

知识的行为[5]；Hau 等集成了个人动机理论和社会资

本理论探讨了游戏者在游戏类虚拟社区中分享创新

和实用信息的动机和意图[6]；Chai 等则以博客为研究

平台，探索了信任在博客用户信息分享行为中扮演的

角色[7]。近些年来，移动通讯技术的发展使用户实时

信息发布成为了可能，而微博客作为一个被经常使用

的实时信息发布平台，其用户的实时信息分享行为却

并没有被广泛探讨。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分别从科技因素和习

惯两个方面探讨了影响微博客用户实时信息分享行

为的因素。我们首先建立了影响微博客用户实时信息

分享行为因素的关系模型，并选取“新浪微博”为研

究平台采用了实证研究的方法检验了模型。本研究以

期能够丰富对于微博的研究，并为企业利用微博客的

实践提供参考。 

2.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微博客是一种基于关注机制的信息获取、分享及

传播的社交网络平台；用户不仅可以及时更新不超过

140 个字符的简短文本、和好友私信聊天，还可以通

过移动通讯工具，网页等终端将信息第一时间发布[8]。

微博客良好的集成了博客、社交网站和手机短信的优 

点，将用户从原来单纯的信息接受者变成了信息的接

受和传播者。近些年来，微博客的发展也引起了国内

外学者的关注，早期微博客的相关研究以基础性的为

主，主要分布在微博客的定义、分类、使用现状和信

息传播方式等方面[9]，例如，Hughes 等着重比较了微

博客与以往社交网络平台的不同，指出性格不同的用

户在使用社会化媒体时的行为上存在着较大差异[10]；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学者采用了内容分析的方法

探究了微博客在传播著名歌星 Michael Jackson 去世

消息中扮演的角色[11]；Peterson 则把视线关注到了政

治因素对于新科技使用的影响上，并且发现共和党的

国会议员更加倾向于使用微博客[12]。近三年来，关于

微博客的实证研究逐渐涌现；以往信息系统用户行为

学的研究热点(例如：用户采纳行为、持续使用意向等)

在当前的微博客实证研究中都得到了体现[1,13]。但我

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当前实证研究大多数是将以往

的研究对象移植到微博客这个平台，而缺乏对于微博

客特有属性行为的挖掘。本研究分别从科技因素和习

惯两个方面对于微博客用户分享实时信息这一特殊

类型的信息分享行为进行探讨，一定程度上将弥补上

述的不足。研究模型如图 1 所示。 

2.1. 实时信息分享行为 

“十一五计划”已来，我国在经济和文化建设上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一方面，移动通讯技术的发

展，使分享实时信息成为了可能；另一方面，分享实

时信息成为了广大网民满足精神文化需求的必然需

要。微博客凭借其内容简短、发布快捷、实时传播的

特点迅速成为了广大网民发布实时信息的重要工具。

微博客不仅可以通过文字配图、视频等方式在第一时

间将实时信息分享出去，而且能够通过查看其他用户

评论的方式提供对同一事件不同角度的理解[14]。在以

往研究中早已证实，信息分享行为在虚拟社区发展中

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5,16]，大量的、及时的、有效

的信息是虚拟社区成功的关键[17]；由此我们可以推

测，用户的实时信息分享行为对于微博客的发展同样

至关重要。 

2.2. 科技因素 

科技因素向来被认为是影响用户采纳新科技的

最重要的因素，例如 Bhattacherjee 等就指出对以往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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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Research model 
图 1. 研究模型 

 

技产品的不满意以及对于新科技产品带来的便利性

的预期是决定用户采纳新科技的最重要的因素[18]。微

博客众多的科技特点中，我们在参考了相关专家意见

的基础上选取了两个较为突出的特点，作为科技因素

的两个维度：便捷性和移动性。其中，便捷性指的是

用户在使用微博客时的便捷程度，而移动性指的是微

博客的使用可以不局限于某一种终端，用户可以在任

何可接入互联网的地点来使用微博客服务提供商提

供的服务。在以往研究中，便捷性与移动性对于信息

系统产品的重要作用早已被证实，例如，Hernandez

等就曾指出电子商务网站设计的便捷性是影响用户

网购行为的显著因素[19]，Ellahi 则证实便捷性通过影

响用户对于 SNS 网站质量的感知进而影响用户持续

使用 SNS 网站的意图[20]；Zhao 等指出智能手机的推

广进一步延伸了微博的使用，能够移动的发布实时信

息与他人互动是用户使用微博的重要原因[21]。由此我

们可以推测，在微博客的平台上，微博客带来的移动

性将影响用户分享实时信息的行为，而微博客的移动

性将进一步增强其便捷性，可以在移动中使用微博客

正是其使用便捷的一大体现。由此我们推出假设： 

H1 移动性与微博用户的实时信息分享行为正相

关。 

H2 移动性与便捷性正相关。 

2.3. 分享习惯 

分享习惯是指用户在某些环境下会自动地、情不

自禁地去使用某一特定的信息系统去分享信息的行

为[22]。在以往的研究中，分享习惯被证实与用户行为

密切相关[22,23]。例如，Limayem 等就曾将分享习惯引

入 IS-continuance 模型，将其作为持续意向与持续行

为之间关系的负向调节变量[22]。基于以往研究，我们

推断，当用户使用微博客分享信息成为习惯，用户将

情不自禁的使用微博客分享实时信息，并将其作为分

享实时信息的首选工具，而微博客的两个科技因素便

捷性和移动性将分别有助与这种习惯的养成。由此，

我们推出假设： 

H3 分享习惯与微博客用户的实时信息分享行为

正相关。 

H4 移动性与分享习惯正相关。 

H5 便捷性与分享习惯正相关。 

3. 方法论 

3.1. 调查对象 

由于拥有庞大的用户数量，新浪微博被选取为研

究场所，一封含有网上问卷链接的私信被我们随机的

发放给微博客用户。最终在 6 周的时间段内，我们成

功收集到了共 550 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 523 份。人

口统计学信息如表 1 所示。 

3.2. 测量工具 

为保证本研究变量测量的信度与效度，我们直接

采用了那些在先前的研究中已被成熟使用的测量项

来进行测量，并做了小小的措辞方面的修改以适应本

研究的研究背景。问卷设计采用了通行的李克特 7 级

量表形式(从“强烈不同意”到“强烈同意”)。具体

变量的解释详见表 2，变量的测量指标项详见表 3。 

4. 研究结果 

4.1. 信度检验 

本研究采用了 α系数和组合信度(CR)作为评判信

度的指标。在社会科学研究中，α系数和 CR 大于 0.7

是很可信的。根据表 3 的数据，所有测量指标的 α系

数均在 0.84~0.88 之间，CR 值均在 0.89~0.92 之间，

表明本研究的各个变量间具有较好的信度。 

4.2. 效度检验 

效度的测量有两个标准：1) 每个变量的 α 系数

值，根据Nunnally(1978)提出的标准，通常α系数 > 0.6

即被认为可行度较高；2) 每个变量的平均方差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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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Demographic profile of the respondents 
表 1. 样本统计信息 

变量 类别 频数(n = 523) 百分比 

男 207 39.6 
性别 

女 314 60.0 

12-20 140 26.8 

21-30 369 70.6 

31-40 13 2.5 
年龄 

41-65 1 0.1 

高中或高中以下 7 1.3 

职业技术学校 15 2.9 

本科 326 62.3 
教育程度 

研究生及以上 174 33.3 

 
Table 2. Explanation for constructs 

表 2. 变量的解释 

变量名 释义 

便捷性 个体在使用微博客时的便捷程度。 

移动性 
微博客的使用可以不局限于某一种终

端，个体可以在任何接入互联网的地点

来使用微博客服务提供商提供的服务。

实时信息分享行为 
个体使用微博客进行实时信息分享行

为的可能。 

 
分享习惯 

个体在特定的环境中，由于先前频繁性

的活动从而形成的习惯地、自动地去使

用微博客去分享信息的感觉。 

 
Table 3. Measurement scales 

表 3. 变量测量指标项 

变量 指标缩写 测量指标 

CON1 对我来说，使用微博客很方便。 

CON2 
通过使用微博客，我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 

获取大量的信息。 
便捷性 

CON3 我可以很容易的访问微博客里的信息。 

MOB1 我使用微博客是因为我外出的时候随时都能使用。

MOB2 我使用微博客是因为我可以在任何地方使用它。移动性 

MOB3 不管在哪儿，我更新微博客都很容易。 

ISB1 “说做就做”是我在微博客里分享信息的方式。

ISB2 “写一条微博客，然后分享它”说的就是我。 
实时信

息分享

行为 
ISB3 

我在微博客里分享的大部分信息， 
都没怎么仔细考虑过。 

AB1 我平均每周在微博客上分享的信息数量。 

AB2 我在微博客上分享信息的频率。 
分享习

惯 

AB3 我在微博客上分享信息的程度。 

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简称 AVE)大于 0.5，

即每个变量的各个测量指标平均都至少解释了此变

量含义的 50%。如表 4 所示每个变量的 α系数 > 0.8，

平均方差抽取量 AVE > 0.6，表明测量模型具有较好

的效度。 

4.3. 结构模型分析 

如图 2 可以看出，移动性和分享习惯显著影响着

微博客用户的实时信息分享行为(β = 0.168, p < 0.001; 

β = 0.425, p < 0.001)，移动性和分享习惯共同解释了

微博客用户实时信息分享行为的 26.8%。同时，微博

用户的分享习惯又受到移动性和便捷性的影响，而且

这种影响都是很显著的(β = 0.268, p < 0.001; β = 0.205, 

p < 0.001)，两者共同解释了用户分享习惯的 20.0%。

与此同时，移动性显著地影响便捷性(β = 0.642, p < 

0.001)。验证性因子分析的结果如下： 

5. 结语 

5.1. 结论 

本研究从科技因素和分享习惯两个视角探寻了

影响微博客用户实时信息分享行为的因素，建立了相

关研究模型并用实证研究的方式予以证明，从而进一

步推进了国内外对于微博客的研究，丰富了前人的成

果，并为后续的研究工作做出了参考。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移动性和分享习惯直接地影响微博客用户

的实时信息分享行为，便利性通过影响分享习惯间接

的影响微博客用户的实时信息分享行为。 

第二，微博客用户的分享习惯显著的受到移动性

和便利性的影响，微博客移动和便捷的特性与微博客

用户采用微博客作为实时信息分享工具分享习惯的

养成密切相关。 

第三，移动性显著影响便利性，这说明，两个科

技因素之间也存在密切的联系，微博客的移动性将大

大提升其使用的便捷性。 

5.2. 理论意义 

本研究具有以下几点理论意义： 

首先，本研究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于“实时信

息分享”这一微博客的特有属性进行了探索性研究，

弥补了以往研究中对于微博客特有属性和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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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Convergent validity and discriminant validity 
表 4. 复合效度和聚合效度分析 

变量 AVE Cronbach’s Alpha (α系数) 复合信度(CR)

移动性 0.814 0.885 0.929 

便捷性 0.744 0.828 0.897 

分享习惯 0.686 0.846 0.897 

实时信息 
分享行为 

0.665 0.878 0.901 

 

 

Figure 2. Results for the structure model 
图 2. 结构模型结果 

 

的不足。 

其次，本研究从科技因素和分享习惯两个角度入

手探讨了微博客用户实时信息分享行为的影响因素，

弥补了以往在信息分享研究中，从科技因素或是用户

自身单方面考虑的局限性。 

5.3. 实践意义 

如果没有足够多的用户持续使用微博客分享信

息，微博客平台将难以可持续发展。鉴于包括移动性

和便捷性在内的科技因素在影响微博客用户实时信

息分享行为中的重要作用，微博客平台的设计和管理

者们在微博客的实际运维当中应该尽可能的从科技

方面提升微博客的功能。与此同时，参考分享习惯在

微博客用户实时信息分享行为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包

括使用习惯在内的一些人性化的因素应该同样被设

计和管理者们所考虑。 

5.4. 研究局限和未来方向 

每一个研究都不可能面面俱到，本研究也不例

外。以下，我们将说明本研究存在的不足之处以及对

未来研究的启发。 

第一，本研究选取的研究场所只是在“新浪微博”

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现在国内的微博客平台很多，

如“腾讯微博”、“天涯微博”等，进一步的研究应该

扩展到其他类似的微博平台上去。 

第二，本研究仅仅是基于科技因素和分享习惯对

于微博客用户分享实时信息分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索

性的研究，进一步的研究应该更多的考虑其他的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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